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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自杀一直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虽日渐提高，

青少年自杀事件却不断增多。对中国青少年自杀相关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中国青少

年主体自身因素、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青少年自杀预防应从树立正确的自我生命

价值观、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建立科学合理的校园危机预防机制、完善积极有效的社会支持监管

体系等方面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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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 suicide has been a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lthough the material standard of living is improving day by 
day, the number of teenage suicides is increas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presentative data in 
the literature on adolescent suicide in China,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adolescents suicide i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adolescent suicide behavior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adolescent’s own factors,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he 
prevention of adolescent suicide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etting up cor-
rect values of self life, creating warm and harmonious family environment,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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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asonable campus crisis prevention mechanism, perfecting active and effective social sup-
por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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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发布的数据，全世界每年有 70.3 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发生在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2019 年，自杀成为全球 15~29 岁青少年的第四大死亡原因[1]。自杀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严

重的公共健康安全问题，我国每年逾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自杀行为不仅给青少年带来极其严重的伤害，

还给青少年的家庭、同伴、学校及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自杀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分析，发现其中青少年自杀现状研究进行最多，共占 71.82%；其次是关于青少年自杀的影响因素，占

47.35%；关于开展青少年自杀预防和干预的研究相对较少，占 28.18%；还有 2.94%涉及到自杀的定义和

理论、自杀青少年的护理等其他内容[2]。由于一篇文献的内容或涉及多个主题，可纳入不同主题进行统

计，故汇总后的数据大于 100%。本文通过分析已有文献，了解青少年自杀现状，探寻青少年自杀背后的

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预防策略，以期对青少年自杀的预防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并对相关教育工作者产生

实践指导价值，减少悲剧的发生。 

2. 青少年自杀现状 

关于自杀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将自杀定义为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属于暴力行

为。自杀行为可分为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和自杀已遂。通过对来自全国高校的 2000 名学生调查研究，发

现 23.48%的大学生有过自杀意念[3]。文小桐等[4]抽取了南昌市 950 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高中生

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14.14%。王秋英等[5]通过对深圳市 2016 级初中生从初一至初三进行 3 年的追踪测查，

发现自杀意念逐年检出率为 21.4%、22.2%、16.9%。以上研究自杀的检出率为 14.14%~23.48%，情况较

为严重，说明青少年可能面临着许多心理矛盾，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若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产

生自杀行为。存在自杀行为的青少年往往伴随着自我价值感低、学业压力大、人际关系紧张、抑郁情绪

等问题，自杀并不仅仅是青少年个体问题，还涉及有生物学因素以及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等，我们需

要进一步了解背后的影响因素，为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3. 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 

人的发展，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青少年时期一直被视为关键阶段。本该是美好的青春年华，一些

青少年却因为生活中的挫折以及不如意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青少年选择自杀的原因纷繁复杂，综合

国内外相关研究，笔者认为青少年自杀是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1.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主要包括青少年的认知、心身健康状况、健康危险行为、自我功能、人格、负性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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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知因素主要包括对自杀的认识以及生命价值观。认知是个体情绪情感和行为产生的基础，一些青

少年缺乏对死亡包括自杀的正确认知，对生命有且仅有一次的珍贵知之甚少，缺乏死亡的概念，如认为

自杀是勇敢美好的、将自杀当作是获得自我利益的方法等。同时，青少年处在自我同一性发展形成的关

键期，但部分青少年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内心你的自我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缺乏支撑自己意义感和存在

感的价值观，容易产生强烈的自杀意念甚至进行自杀行为尝试[6]。 
有研究表明，若青少年患有身体疾病，由于疾病对其身体、生活造成不便和痛苦，自杀的风险会随

之提高[7]。除此之外，心理健康状况低下，如个体的躯体化、精神病、强迫、偏执、焦虑、敌意症状明

显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危险因素[8]，抑郁、焦虑症状也能直接影响自杀意念[9]。研究发现，健康危险行为

如吸烟、醉酒，吸毒、性行为、失眠、手机依赖等的累积会增加自杀风险[10] [11]。另外，自我评价偏低

的青少年，更多表现出低自尊[10]，自我否定，抗挫折力太差，片面地看待问题，缺乏解决问题的技巧，

面对困境时，容易将自杀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研究表明，冲动性人格特质的青少年适应能力差、

心理资本缺乏，遇事冲动焦虑，容易自杀[12] [13]。再有，青少年遭遇负性生活事件也容易滋生自杀想法。

失恋是导致青少年自伤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之一；张艳梅等人发现童年期忽视和虐待与农村青少年自杀

意念、自杀计划均具有显著相关[14]，儿童期的情感虐待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自杀意念，还可通过绝望间

接影响青少年自杀想法[15]。 

3.2.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结构不健全、家庭功能障碍、家庭经济收入偏低等原因。家庭结构不健全意

味着原生家庭成员缺失，情感无法满足，如父母离异单亲、重组、与父母分离，父/母去世等。父母不同

的婚姻状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无法满足青少年心理情感需求、激化成长心理矛盾，增加青少年自

杀行为的产生[16]。 
家庭功能障碍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淡漠、情感交流贫瘠、父母缺乏正确的教养方式、家庭内部充

斥着多种矛盾[17]。研究发现与自杀意念关系最强的是家人关爱的缺失、与家庭关系不好[18]，若父母长

期采用严苛型教养方式也容易让家庭氛围紧张[19]，家庭缺乏温暖易发生矛盾冲突，增加青少年自杀想法

的滋生。在青春期，青少年身心发展矛盾冲突激烈，渴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和理解，但许多父母只关注孩

子的学习成绩表现，忽略他们的内心需求，亲子之间缺少沟通，即使沟通，交流内容也主要与学习相关，

对孩子生活其他方面以及心理状态情况知之甚少。研究表明家庭成长环境伴随着武力、家暴、争吵等场

景，孩子安全感需求无法满足，家庭支持脆弱，青少年遇到无法承受和解决的困难时容易产生自杀念头

[20]。 
家庭经济困难、无稳定收入也是导致青少年自杀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在面对经

济压力和精神负担时，往往存在抑郁倾向，感到自卑、压抑和孤独，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对生活现状不

满意，从而绝望悲观，导致自杀意念的发生[21]。 

3.3. 学校因素 

学校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学业压力大、校园欺凌现象的存在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缺乏。有

研究表明，功课繁重、学习焦虑和学习压力大是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22]，学业成绩负向预测自杀意念[12]，
中学生学习成绩越差，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越高[23]。校园欺凌的报道屡见不鲜，很多学校都存在着辱骂、

殴打等各种形式的欺凌现象，新型的网络欺凌、传统的欺凌均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行为[24]。同伴侵害可

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自杀意念[25]，越是遭受过同伴排挤和侮辱经历的中学生，自杀意念愈高[26]，并

显著高于没有欺侮经历的中学生[27]。此外，部分学校和老师重智育轻心育，一味强调成绩排名，忽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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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理健康，也会导致学生缺乏正确的心理健康观以及相应的心理健康知识。一些学校的生命教育严

重缺失。极易导致青少年未能树立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观念，使得青少年对生命缺乏足够的尊重和敬

畏。 

3.4. 社会因素 

物质匮乏状态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而不断改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精神文化也发

生着急剧的变化。在物质财富丰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更强调物质利益，片面追求功利，生活竞争压力

大，矛盾冲突被放大，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进一步导致青少年生命价值感低[28]。近年来新冠疫

情对青少年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疫情封控期间，抑郁、焦虑、失眠等心理问题突出[29]，青少

年自杀行为发生概率也得以增加。大众传媒常常美化死亡，让缺乏自我判断力的青少年形成错误认知：

自杀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且效果十分显著[30]。同时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信息传播的便捷化，一些

不良的社会非主流文化呈现在辨识能力不高、意志力较弱的青少年面前。如某些网络平台的游戏、广告

界面充斥着暴力、赌博、色情等内容，以潜移默化的形式通过媒体使用去影响青少年的内隐认知，容易

导致青少年缺少目标追求、沉溺于虚拟世界，消极、不良的信息诱导青少年轻视生命，进而促使自杀行

为的发生[31]。 
导致青少年自杀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支持系统是否完善有力，影响尤其重大。社会支

持系统是指通过帮助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分为客观、具体的社会支持，如

场所设备的帮助等，还有主观精神上的支持，包括个体被理解被支持的情感满足和心理体验等[32]。社会

支持可缓解青少年的心理压力，降低焦虑、抑郁等，能有效地预防自杀行为。目前，我国还未形成强健

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当异常心理不断恶化，缺少足够的支持资源时，青少年易自暴自弃，走向极端而

选择自杀。我国绝大多数民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还不到位，思想上保留着对心理健康的传统认知：认为

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是另类，对青少年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行为忽视或者错误对待，对其关心不足。社会

还未建构起一个安全有效的支持环境，社区专业心理机构缺乏，心理干预救助的黄金时间为 72 小时内，

当心理危机产生时，许多青少年不知道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自己，往往错过最佳干预时间，最后

导致悲剧的发生。 

4. 青少年自杀的预防策略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保障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做好自杀预防工作是社会各界的责任。自

杀预防仅仅只依靠单个力量远远不够，联合群体的力量才能得到有效改善。青少年自杀的早期预防工作

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 

4.1. 青少年个体应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积极探索生命意义 

生命的存在是人类开展活动的基础，生命的重要性及其宝贵之处应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作为具有

主观能动性的青少年应在成长中寻找自身生命价值，形成生命意义感。首先，从认知上形成对生与死的

正确看法。个体应正确认识生命，生命是一切之本，生活中处处充满了生命，鲜活的生命是个体实现自

我价值的保障、同时也是构建完整的家庭的必要条件。同时，个体还须明白死亡的含义，死亡意味着永

恒消失、家庭结构失衡，自杀为家人朋友带来巨大悲伤，对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只有正确认识死亡，

才会更加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其次，个体应采取行动去探寻生命的意义。生命只有一次，青少年应努

力创造自身生命的价值。个体可以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青少年志愿者活动，增加成功和成就感体验，

在行动和情感体验中发现生命的美好，寻找到生命奋斗的动力。最后，个体还应了解并掌握正确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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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方法和途径，国外一项研究已证实，积极的应对方式是防止青少年企图自杀的保护性因素[33]。当发

现自己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危机时要懂得寻求社会和专业机构的帮助。 

4.2. 家长应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 

人自从一出生就在家庭环境之中，家庭为青少年成长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还满足着青少年发展

的心理和情感支持需求。家庭教育为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奠定了基石，家庭是预防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本质

的保障。正确的教养方式、良好的家庭气氛、父母尊重、鼓励孩子的民主行为，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

自控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研究发现父母支持性的回

应方式负向预测青少年自杀意念[34]，家庭亲密度高是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35]。因此家长要注意营造和

调整家庭心理氛围，日常同孩子保持良好的情感沟通。家长要把生命教育、生命价值教育落实融入到对

孩子日常的教养和教育之中，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生命的价值，从小培养孩子的生命安全观念，进

行卫生健康教育，教会孩子正确理解健康信息，如关注个体身体状况、对疾病有基本认识了解等，让孩

子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应该教给他们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的基

本知识与技能。让孩子能正确对待青春期身体和心理的各种变化、引导其正确理解性、爱情和婚姻的关

系，并帮助孩子去追寻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 

4.3. 学校应建立科学的危机预防机制，落实校园生命教育 

学校是预防青少年自杀危机的另一主战场，研究发现学校干预可以有效减少自杀相关行为的产生[36]。
每个学校都应建立属于自身的校园心理危机的预防系统，主要包括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利用宣

传文化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设心理危机预警咨询和形成心理危机救助干预网络。首先，学校应加强

心理健康教育，分阶段对学生进行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生命教育，与生命有关的教育对自杀态度有正向效

应[37]，将生命教育与心理教育融合，开发校本健康课程。王舟等研究表明，普遍性课程干预和针对性干

预均能降低初中生自杀风险[38]。其次，建立“活”的学生心理档案，学校应定期组织对学生进行心理测

评筛查，及时更新档案动态，警惕特殊群体(如父母离异、父/母去世等)学生的心理变化，密切关注有潜

在自杀风险群体(如抑郁)的情况。再次，开设心理咨询室。充分发挥心理咨询室的作用，保证线下和线上

功能的正常运转，为学生提供及时、保密的咨询帮助服务。最后，应该着力建设校园的精神文化环境。

全校师生都应了解心理健康基本知识，学会辨别学生心理异常问题与品德问题，掌握基本的心理调节的

方法，形成学生自助、朋辈互助以及专业心理教师助人的温暖校园心理文化氛围，为学生健康发展创造

条件。 

4.4. 社会应建立支持监管体系 

社会作为青少年生活的大环境，它以各种方式对青少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开展多

专业联合干预能有效改善抑郁倾向，降低自杀意念[39]。社区应首先建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体系，增强社

会大众的心理健康意识。例如：设立心理健康宣传周，定期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与高校或社区医院

进行合作，如定期邀请心理专业人员举行专题讲座、开展面向特定人群的社区生命教育[40]，设立社区与

社区医院精神科的专线转介绿色通道。其次，应加大对社会环境和网络空间的监管力度。政府有关部门

应在自杀的易发时期和多发地段加大环境巡逻管控，杜绝暴力血腥场面、邪教组织内容的音像制品及书

刊等不健康产品对青少年心灵的影响。同时建立健康安全的绿色网络环境，警惕违法犯罪信息、健康危

险行为通过网络以游戏、视频、文字和图画等其他形式进入青少年的生活。研究还发现自杀行为发生与

自杀行为报道有关[28]。公众媒体应把握好自杀事件宣传报道尺度，不要对自杀方式、自杀工具等进行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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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报道，对其中的细节需进行模糊处理，避免模仿行为和涟漪效应。官方媒体系统科普宣传精神卫生知

识，让社会民众客观科学了解更多的心理知识。开设危机预防专栏，普及疏导和预防的方法，让自杀预

防应对策略深入社会，拓宽青少年的心理救助渠道。最后，从国家层面建立国家级青少年自杀干预中心

[41]，开展信息手记、预防指导决策咨询，构建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系统，设立国家、省、城市三级心理

危机干预机构并落实到全国所有城市。 

5. 小结 

自杀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不止亲人朋友遭受巨大的伤痛，也会给社会环境造成消极影响。自杀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是个体、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青少

年自杀预防不可忽视，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必须紧密联合，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青少年常态化

的心理健康筛查、预防和早期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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